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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混合所有者改制相关财务问题研究
卢春辉

（公主岭市中心医院财务科，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为

了能够实现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目标，不断提升国有经济的影

响力和创造力，我国针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措施。

但是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实施时，还存在一些不足，严重影响

了改革举措落实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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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现状

（一）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数量较多

在我国提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之后，截止到 2020 年我

国登记在册以及现有企业数量为 1461.84 万户，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的数量高达 31 万户以上，占比 2.11%。从 2013 年到 2020 年，我

国在经济发展规划方面提出混合所有制改制指导意见之后，中央

各级国有企业和相应的下属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比例，由原有

的 65.7% 增加到 68.9%。这样的数据充分说明截止到 2020 年年底，

我国各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落实方面已经有 73% 以上的国

有企业参与其中并且完成了改制。

（二）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促进资本规模扩张

截止到 2020 年年底，中央国有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的数量高

达 800 多户，在实际的运行过程当中，资本市场引入民间资本已

经超过 3，400 亿元人民币。通过这样的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到，

在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制之后，新增的所有制企业数量越

来越多，并且相应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资本规模得到很大

的拓展。这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而言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同

时众多混合所有制的国企的出现，其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也

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与长远发展。

（三）逐渐实现对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制改革

我国高度关注混改带来的问题，并且努力提出解决措施，与

此同时也在更大力度地加强混改，让一些占据国企行业大头的企

业参与进来，这其中涉及了垄断行业的诸多企业。随着混改的不

断发展和扩大，进军垄断行业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垄断行业的国

企对于我国的国有资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加入不仅起

到带头作用，更将混改的好处实现最大化。

二、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难点分析

我国在国有企业落实混合所有制改制过程当中取得了较大的

成就，这样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在混改过程

当中针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还进行积极应对。关于国有资产流失

方面，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在设立交易经营以及调整的各个时期，

由于相应的责任主体存在工作失误或者是过错，这样便会导致国

有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资产流失状况。由于

国有企业的经营规模比较大，涉及的人员也较多，在经营过程当

中便容易出现个别资产流失的一些问题。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

国有企业与其相比最大的差别是，国有企业去行政化管理问题差

异较大。通过对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来看，行

政化管理状况不同，也会影响着混合所有制落实的进度。在国有

独资企业或者是一些独资企业当中一直保持不同层次的管理。因

此可能会存在一些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方案制定过程

当中，会考量到自身的级别待遇等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战

略意义的贡献和作用，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由于所处的区域不同，

在发展方面也会出现不均衡的状况。区域的因素包括有经济发展

程度和地理位置等差异因素，也使得部分国有企业发展水平不一

致。受到地理环境政策差异性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可能一定程

度会导致不同时期不同政策影响之下我国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国

有企业的发展速度比较慢。众所周知，国有经济以及非国有经济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不同，而不同地区对非国有资本

参与到国有企业相应的政策规定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改变

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制定正确的治理方针是混改开始的初心所

在。通过对我国已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汇总数据得知，

近十年来，中央企业不断进行反复推行并且实现的混改已经超出

4000 项，扩大引进了社会中各种资本已超过 1 亿。不仅如此，参

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央企业的 50%，而且，

由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利润分别占央企整体的 67%

和 88%。种种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不

断深化发展中。

三、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应该注意的要点

（一）加快对国企混改专项立法

国有企业混改过程当中，单靠相应的鼓励或者是激励引导政

策，无法保障国有企业自身的利益，也难以让国有企业积极参与

到混改的行列当中。因此我国为了能够加速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

制改革，应当加快对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的完善，对于缺失的法律

或者规章制度应加快专项立法的进程。其中整合国有资产评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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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转让法律法规属于重要的专项立法项目，基于此，应当统一国

家评估以及相应的转让原则，然后对地方评估以及转让的标准进

行细化。这是由于国有资产评估清算法律法规措施的制定，能够

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有效的法律法

规内容主要包含了国有资产损失识别工作原则、国有资本临时措

施，以及企业财务管理等相应的规章制度内容。而当前现有的国

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内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利于辅助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应当整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内容，然后再统一全国交易评估原则的基础之上，借助制

定地方性法规来明确地方性标准。

（二）完善监管方面的外部保障条件

进一步放开企业自主权，向下放行政管理职能。在国有企

业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国资委不能再

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也应当杜绝担任国有企业的上级领导。

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人员只能够

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出股东的作用，依法对国有企业的各项工

作开展进行监督和管理。在监管层面只能够对大型企业集团以

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实施监管，然后把企业内部的管理权、

选择权以及用工权转移给企业集团以及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

资委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仅做好大型企业集团以及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的董事会组建工作即可。国资委应当按照国有企业发展

的内外部环境，对董事会制度进行构建和完善，并且借助董事

会的职能实现对公司和企业的间接监管。此外国有企业资本运

营公司当中应当注重投资方面的工作，负责管理公司的资本和

运作，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落实国家战略，保障公司在新时期发展，

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三）提高国有资本制度的管理效率

在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当中，主要是让国有

企业和市场经济进行充分的融合，然后做真正的市场经营者，因

此在国有企业混改的工作开展过程当中，相应的企业都应当取消

行政层级。并且在实际工作当中应当制定员工制度，这样才能够

恢复公司本来的职能作用和性质。当前不论是国有企业、独资公

司或者是一些大型公司，都应当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相应的管理工

作。不论是经营方案制定或者是内部人员管理，都应当以公司制

度为准，对于公司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实施聘任或者是解聘

的方式，然后取消政级别管理层以此来保障国有企业的制度能够

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企业管理的需求。在安排国有企业的高级人

员时，政府不应该选择，而是应该由企业选择，政府任命。利用

好职业经理人市场，遵循企业经营管理规则，选拔和招聘高级经

理人。其次，国有企业在管理中要改变行政作风。企业的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以企业的利益为唯一责任。

（四）优化国企混改后的治理体系

面对国企混改中可能会出现的国有资本雄厚而权势大、民营

资本薄弱而权势小的问题，企业不仅要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也要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争取从根源上做到公平与平等。甚至可以采

取一些手段，比如奖励优秀员工股份，这样可以做到员工持股，

增大民众积极参与的兴致，而且这一做法也间接表达了公司的治

理标准，不以权势论高低，只看能力是多少。而且给员工持股的

机会，也会让员工发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组成一个企业的

基本成员，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整个企业也会因此不断向前发展，

进而实现员工价值最大化，企业效益最大化。

（五）加强对混改内涵的界定

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分析得知，混合主要

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促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因此为了能够促进混改政策的有效实施，应当注重对国有

企业的经营者和股东对混改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众所周知，在我

国实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作一直在进行，主

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本轮国有企业改革

过程当中，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要的内容。在我国出台各项改

革指导措施方面，关于不同行业提出了差异性的混合方案，其中

从政策本身而言，形成混合内部股权结构，调整改革方式，混合

所有制的手段，但是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本身并不是混改

的目标混改最终的目的，而是借助股权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国有企

业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这是促进国有企业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

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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